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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学新论

张九龄对盛唐儒学的承继与超越

刘 占 召

【提 要 】 唐代儒 学 处于汉代经学和宋 明 理学之 间 的过波阶段 ， 从制礼作 乐 以缘饰盛世到探

讨德行修养 以挽救世道人心 ， 盛
、 中唐儒 学 出 现 了 这一 由 外 向 内 的 转 变 ， 体现 出 汉 、 宋 儒 学发

展的趋势 。 张九龄一方 面 与 张说 宣扬符命祥瑞 ， 通过制礼作 乐 来润 色王 业 ， 在新 的 历 史 时期发

挥汉代儒 学 的精义 ， 另 一方 面 又 自 觉践履儒 家 的德行操 守 ， 不 仅开启 了儒 学发展的 新命题 ，
而

且通过树立儒 家 的人格典范 ， 对唐代士人产 生 了 深远 的 影响 。

【 关键词 】 德行 儒 术 礼 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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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 九龄是盛唐名相 ， 他被张说 引 为 同 调 ， 二儒家今文 、 古文之争 ， 各 家宗派师说之争 ， 南学 、

人前后相继 ， 奖 掖后进 ， 培育了大批新型的
“

文北学之争 以 及郑学 、 王学之争均成为 历史 。 皮 锡

儒
”

上 人群体 ， 对盛唐文学产生 了 重大影响 。 张瑞 《经学历史 》 称 ：

“

自 《经义 》 定本颁之 国 胄 ，

九龄不仅在政治 、 文学方面成就卓著 ， 他对当 时用 以取士 ， 天下奉 为圭臬 。 唐至 宋初数百年 ， 士

思想文化的 发展也做 出 了 巨大贡献 。 他虽然 受到子谨守官书 ， 莫敢异 议矣 。 故论经学 ， 为统一最

佛 、 道思想 的影 响 ， 但其思想的 主流还是 儒学 。
久时代 。

”

经学失 去 了 反对 的声音 和 批评 的话语 ，

唐代儒学处 于汉代经学 向 宋 明 理学过渡的 阶段 ，
只是作为应付考试 而背诵 ＇ 记忆 的知 识 ， 这样思

张九龄的儒学思想体现 出 过渡 阶 段 的某些特征 ，

想界必然渐趋于僵化和平庸 。
①

前人对此少有论及 ， 研究这一问题 ， 对深化唐代盛唐儒学依旧沿袭着汉代儒学的 传统 ， 其 中

儒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。心、内容是用制 礼作乐 来缘 政 ＇

冶 ， 营造盛世的气
￣°

象 ， 所以 这一时期 的礼学特别兴盛 。 赵翼 《 廿二
一

、 考古义以断 日寸政 ：
： ？长九龄对史札记 》 卷 ２０ 认为 ：

“

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 ， 唐初

盛唐礼乐制度建设的思考犹然 。

”

盛唐儒学所遵循的 治学风气 ， 也还是汉儒

以来 的 名物训诂之学 。 以琐碎的章句 训诂的方式 ，

唐代儒学的 大体可分为两僧段 ，

ｇ耐对于礼法典軸 求证 ， 探雜雜治秩 序之

麵儒学主Ｍ礼仪継酿设 ， 大体以 《开 Ｓａ ， 翻＿鮮■要錄 ， 龍此时 的儒学

礼 》 的修成为 完成 的标志 ； 后一个阶段则以 中 唐
时期韩

＾

及其弟子们 的 活 动为标志 ， 儒学研究 的
① 刘 知儿 咖卜 ７ ２ １ ） 《 史通 》 是中 国第 ．学理 论棘 ，

ｆｆ（心开始转向 内心修养 。

刘 知几依据 （（山海经 》 、 《竹
：

｜
５纪 年 》 等文献 ／Ｋ？ 史通 》 外

初唐时期 的孔颖达在 系统总结汉代 以来经学篇 的 《疑古 ＞） 、 《 惑经 》 中大胆怀 疑 《 尚 书 》 、
《＃ 秋 》 中对

思想的基础上 ， 完成了 《 五经正义 》 ， 统一 了儒学亮 、 舜 、 禹的
“

禅让
”

及 商汤伐萊 、 武 王伐対等历 史Ｗ载

丨 洲 丨 也土 ４＿
ｈ，， Ｌ ＾．的真实性 ， 体现出严肃 的批判精 神和非凡 的胆识 ， 引起谢

内 口１
￥各派的纷争 ， 为士人 的科举考试 、 Ａ身处 世宋以来学者 的广泛讨Ｉ 不过刘 氏的学 说只是当 时的

‘ ‘

异

提供 了一个标准 的经典文本和 权威 的思想依据 ，端
”

， 并非思想界的主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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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制度和 礼仪 的建设方面 ， 取得 了重大 的 成就 ，的私欲 ， 而玄宗 的祭祀却是为 了社稷苍生 ； 而 在

编制了 《 贞观礼 》 、 《显庆礼 》 和 《开元礼 》 ， 完善《东封赦书 》 中 ， 他认为帝王的祭祀活动 ， 还有代

了孔 庙 的 修建 、 祭 祀和 配享 、 从祀 制 度 ， 制 定民受过的意义 。 总之 ， 张九龄一方面 重视典礼祭

《唐律疏议 》 ， 使儒教的法律也臻于完备 。祀对粉饰太平的作用 ， 另
一方面 ， 他更强调典礼

张说是盛唐儒学 的代表人物 ， 玄宗在 《命张背后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和伦理精神 。 正是因为如

说兼 中 书 令 制 》 中称 赞他
“

当 朝 师表 ，

一

代 词此 ， 张九龄特别强调依据人情以及现实的需要来

宗
”

。 张说所倡导 的儒学
“

志 在粉饰盛时
”

， 他先变革礼法 ， 反对拘泥于礼制的繁琐仪式 ， 《籍田赦

后主持编撰 了 《 唐六典 》 、 《大唐开元礼 》 、 《大唐书 》
：

“

礼经沿革 ， 必本人情 。

”

《敕制 十道使 》
：

乐 》
、

《唐文府 》 、 《初学记 》 等典籍 ； 设集贤 院 ，

“

周 汉 以 还 ， 事有因 革 。 帝王之制 ， 义在 随时 。

”

聚文学之士修 书侍讲 ； 主持大规模的祭祀 活动 ，
赵翼 《廿二史札记 》 卷 ２ 〇 称赞其

“

考古义 以断时

如祭祀后土 ， 亲祀南郊 ， 封禅泰 山 ； 制定封禅礼政 ， 务有用之学 ， 而非徒以炫博也
”

。

仪 ， 修订
“

五礼
”

； 颁布新 的历法 《 开元大衍历 》其次 ， 张九龄具有天人感应的思想 ， 经常探讨

等
。
封禅泰 山是盛唐最壮观的典礼 ， 也是张说制灾异产生的原因 ， 不过 ， 他的 目的不是称道灾应的

定礼乐 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 。 张说 《大唐封祀坛神奇 ， 而是强调在位者通过仁政爱民之心来消弭百

颂 》 认为 ：

“

封禅者 ， 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为也 。

” 姓的灾难 。 《贺雪状 》 ：

“

陛下黎庶在念 ， 忧济常深 。

受封禅的帝王必须位 当五行图篆之序 、 时会四海升圣心精诚 ， 天意 昭感 。 孰云 玄远 ？ 不 日 有应 。

”

另

平之运 、 德具钦明文思之美 。 张说的封禅理论包含外 ， 《 贺祈雨有应状 》 、 《 贺太阳不亏状 》 、 《 贺雨晴

着浓厚的君权神授 、 天人感应的思想 ， 他企图 以此 状 》 等均通过强调人事的努力 ， 弱化天命对人事的

为圣明之君 和太平盛世涂上
一层神 秘而神圣的色 影响 。 其 《上封事书 》 云

：

“

臣 闻乖政之气 ， 发
２

彩 。 张说
“

动有礼乐之运 ， 言有雅颂之声
”

， 适应士
旱 。 天道虽远 ， 其应甚速 。

… …今六合之间 ， 元

了唐玄宗好大喜功 的心态 ， 为开元盛世绘制 了色彩 元之众 ， 莫不悬命于县令 ， 宅生于刺史 。

… …

多非

斑斓 的文化景象 ， 正如 《新唐书 》 卷 １ ２６ 《 张说传 》 其任 ， 徒有其名 ， 致旱之 由 ， 岂惟孝妇一事而 已
！

”

所论 ：

“

开元文物彬彬 ， （张 ） 说力居多 。

”张九龄把天旱成灾的原 因 ， 归结为刺史 、 县令的失

张九龄对张说以礼乐粉饰升平 的历史功绩有 职 ， 从而引伸出
一

篇整顿吏治的文章 。

过热情的赞扬 ， 他在 《 故开府仪 同三司 行 尚 书左二
、 张九龄的儒者品格对

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 》 中说 ： 及＊
＂

先圣微 旨 ， 稽古未传 ， 缺 文必补 ， 坠礼咸甄 ， 以

经籍为莖篁 ， 于朝廷 为粉泽 ， 固不可详而 载也 。

”

司马光在 《资治通鉴 》 卷 ２ １４
“

开元二十 四年

不过 ， 张九龄对盛唐礼乐制度的思考 ， 要 比张说十一月
”

条中 ， 曾对玄宗朝的各个宰相进行过综合

更有深度 ， 主要表现在下列几点 ：的评价 ， 他评价 张说是
“

尚 文
”

， 评价 张九龄 是

首先 ， 张九龄称道符命祥瑞 ， 重视礼乐典章 “

尚直
”

， 这个结论非常 中肯 。 张说的儒学思想主要

的建设 ， 但他更强调礼乐制度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在沿袭汉儒之学 ， 他注重制礼作乐修饰政治 的功

和伦理精神 。 张九龄也有时通过称道符命祥瑞的能 ， 至于儒学在个人操守方面的 意义 ， 他很少关

灵异 ， 为唐玄宗应运称帝 寻找神秘的理论依据 ， 注 。 张说趋炎附势 ， 收受贿赂 ， 甚至卖官鬻爵 。 张

如他在 《 洪州 进 白 鹿表 》 援 引 汉代 的谶 纬之 书九龄虽然和张说一样喜欢谈论祥瑞符命 、 天人感应

《瑞应图 》 和 《孝经援神契 》 来论证白鹿是难得 的以及礼乐制度 ， 但他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在个人操守

祥瑞 。 他也热衷于从事各种祭祀典礼 ， 认 为这些方面的践履意义 。 由礼乐之学转 向 内在德行的修
“

圣朝典则 ， 盛世仪文
”

是天下太平的表现 。 他非养 ， 是盛 、 中唐儒学嬗变 的趋势 。 张九龄的这一思

常推崇
“

衣冠华夏 ， 礼乐 家邦
”

的大 国形象 ， 认想 ， 不仅顺应 了儒学 发展 的这一趋势 ， 并通过所树

为帝王的典礼祭祀不仅是答升平 、
告成功的表现立的突出 的人格形象 ， 对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。

形式 ， 也是 为 了 给苍生祈福 ， 如其 《 后 土赦书 》首先 ， 张 九龄非常讲究德行操守 ， 他直道 而

批评周 、 汉帝王 的祭祀 ， 都是为 了 满足帝王个人行 ， 胸怀坦荡 ， 具有忠君爱国 、 勤政爱民的儒者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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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 。 其 《在郡秋怀二首 》 中称
“

平生去外饰 ， 直道的愕谔风范 。 在盛唐政坛上 ， 以张说 、 张九龄为代

如不羁 。

”

张九龄刚直不阿 ， 多次匡正唐玄宗 的弊表的盛唐文儒派和 以李林甫 、 杨国忠为代表的吏能

政 ， 《新唐书 》 卷 １ ２ ６ 《 张九龄传 》 记载 ，

“

当是时 ，派水火不容 ， 史家称之为
“

文学 、 吏能之争
”

。

“

文

帝在位久 ， 稍 怠于政 ， 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 。

”

学 、 吏能之争
”一方面表现为操守 品节上的邪正之

武惠妃谋陷太子 ， 并以久居相位来拉拢他 ， 张九龄分 ， 另
一方面也表现为他们对才学观念和用人标准

大 义凜然地予 以 回绝 。 他 以社稷 为念 ， 反对玄宗废的不同认识 。 据毛汉光先生研究 ， 中古时期的才学

太子 ； 他洞察到安禄 山
“

狼子野心 ， 面有逆相
”

，观念和选官标准 主要有 四项 ： 德行 、
经术 、 文 章 、

上疏请诛杀之 ； 开元二十三年 （公元 ７ ３５ 年 ） ， 他在吏干 。

① 这些才学标准处于不断 的分合变化 中 ， 直

《奏 劾李林甫 》 中劝诫唐玄宗不可 以李林甫为相 ，到宋代出现了 范仲淹 、 欧阳修 、 王安石 、 苏轼等大

否则
“

异 日 为社稷忧
”

； 次年 ， 唐玄宗大寿 ， 群臣批兼擅文章 、 经术 与吏干的综合型官僚 ，

“

吏治
”

、

大献珍宝 ， 张九龄却上 《千秋金鉴录 》 论千古兴亡
“

文章
”

、

“

经术
”

之类的传统分野才趋于消亡 。

② 唐

之道 ， 并劝戒玄宗对
“

小人恒态 ， 不可不察
”

，

“

祸代的历次党政 ， 和才学观念的分歧有关 ， 正如汪篯

生有胎 ， 不可不忽
”

。 张九龄刚直不阿 、 铁骨铮铮 ， 先生所说 ：

“

玄宗时的封建政权 内部 的斗争……都

大有谔愕之士的风度 ， 唐玄宗曾 在 《 罢侍 中裴耀卿与用人标准有关 。 其后代宗时的常衮对杨绾 、 崔祐

中书令张九龄为 尚书左右丞相制 》 中 称赞他
“

直道甫的斗争 ， 也是如此 。 张说 、 张九龄 、 常衮等摈斥

之心 弥 固 ， 赛谔之操愈坚
”

， 张九龄守正嫉恶 ， 以不以 文词进身 的人 。 姚崇 、 萧嵩 、 李林甫 、 崔祐甫

道匡弼 ， 堪称开元贤相 。 王夫之 《 读通鉴论 》 卷 ２ ２等人或主张以吏治才能为用人标准 ， 或主张以经学

对张九龄的品格有过高度 的赞誉 ， 认为其
“

生于教德行为用人标准 。

”③ 这一意见 ， 是有道理的 。

衰行薄之 日
”

， 但能做到
“

淸节不染 于浊流 ， 高蹈吏干 、 文学这两种才学标准具有不同 的历史渊

不伤于钳 网
”

， 堪称
“
一

代泰山乔岳之风标
”

。源 。 钱穆先生认为 ：

‘ ‘

唐代士人 ，

一

面在北朝 吏治

其次 ， 张 九龄 坚 持 以 德望 、 名 节培养 士 人 、

与南朝文学的两种风气转换之下徘徊 ，

一面则在贵

选拔官吏 ， 对盛唐 士人产生 了深远 的影 响 。 隋唐 族门第与 白衣庶族的两种势力消长之下鼓荡 。

”④ 可

开创 了科举取士的制 度 ， 但当时 的科举考试制度以说 ， 辞章是南朝重视文学风气的延续 ， 而吏干则

并不完善 ， 考核 的方法及录 取的标准还处于不断 是唐代沿袭了 北朝 以来的价值观念 。 北朝特别是北

变革中 。 初唐 以来确定 了诗赋取士 的原则 ， 文章 周 、 杨隋以来 ， 非常重视吏治 。 周隋集 团是
一个依

成为取士的首要标准 ， 这引起了 许多 士人的非议 ，

赖高度鲜卑化方针崛起的 尚武的军功集团 ， 在文化

他们批评诗赋取士不能测 试应试者 的学识 、 吏干 上远不能与 山 东及江左士族抗衡 ， 他们反对 以文

和德行 ， 《旧唐书 》 卷 １ ９ ０ 《王勃传 》 记载 ， 吏部 学 、 经术为标准 的选官方式 。 阎 步克先生认 为 ：

侍郎裴行俭批评王勃等人缺乏
“

器识
”

，

“

浮躁浅 “

在周隋之军功官僚集 团看来 ， 文学不仅与其素质
露

”
， 非

“

享爵禄之器
”

。 《 旧唐书 》 卷 １０ １ 《 薛登 不合 ， 而且 与 其关注 的吏治武功 与 吏 能选 拔无
传 》 中 ， 薛登也批评士人

“

驱驰府寺之 门 ， 出人
干 。

”？ 唐承隋制 ， 盛唐时期吏干派代表宇文融 、 牛
王公之第

”

， 背离汉代选举砥砺德行的传统 。 针对
科举考试不能有效地督促士人的节操问题 ， 张九

^

Ｍ Ｍ，７６ ＾＾＾＾① 毛汉光 ： 《中 国中古 贤能观念之研究——任官标准之观察 》
，

龄提 出 了改革吏 治 、 整顿 士风 的 许多 措施 。 在（ 台湾 ）
《 中 央 研究 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集 刊 》 第 ４ ８ 本第 ３

《 上姚令公书 》 中 ， 他反对
“

溺在缘情之举
”

，

“

谄分 ， 第 ３ ３ ３ 页 。

亲戚 以求誉 ， 媚宾客 以取容
”

的干谒风气 ， 请求② 邓小南 ： 《

“

祖宗之法
”

与官僚政 治制度
——宋 》

， 吴 宗国

宰相姚崇
“

远谁躁 ， 进纯厚 。

”

张九龄很醒官员
僚政 治制麵究 》 ， 北 京大 学出版社 ２ 〇〇時

的操守 ， 据 《大唐新语 》 卷 ３ 《公直 》 记载 ， 张九③ 汪链 ： 《汉唐史论稿 》 ，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１ ９ ９２ 年版 ， 第 １ ９０

龄主张 ：

“

官爵者 ， 天下之公器 。 德望为先 ， 勋 旧页 。

次之
”

其相任宰相后 ，

“

所推引 皆正人
”④ 钱穆 ：

《 国史大纲 》 （修订本 商务印 书馆 ３ ９ ９ ６ 年版 ， 第
。一

＇一

，

、 二４８ ２页 。

张九龄 以德行节操培养士人 、 选拔 目 吏 ， 他 自⑤ 阎步克 ： 《 察举制度变迁史 》 ， 辽 宁大学 出脈 １ ９ ９ １ 年 版
，

己也 自励名节 ， 坚守儒士 品格 ， 为文士树立 了儒者第 ２ ９０ 页 。

１ ２８



刘 占 召 ： 张九龄对盛唐儒学的承继与超越


仙客 、 李林甫等 ， 多沿袭周隋集团 以来的风气 。记载 ， 颜真卿也因为刚 直敢言 ， 得罪杨 国 忠被贬

盛唐文儒派和吏能派之间 围绕着任官标准展开为平原太守 。 贾至在 天宝初年作 《旌儒庙碑 》 赞

了政争 。 文儒以文章和儒学为才学 ， 轻视吏干 ； 吏扬儒生不畏强权 、 独立直行的 品格 ， 是对吏能派

能派以吏干为才学 ， 轻视辞学 。 如孙逖 《唐齐州刺强权政治的有力 回应 。

史裴公德政颂 》 云 ：

“

方当弥纶帝绩 ， 岂徒润色吏总之 ， 张九龄的直道精神 ， 表现 出 刚正不阿 ，

事而已 。

”

据 《 旧唐书 》 卷 １ ０６ 《李林甫传 》 记载 ， 铁骨铮铮处世原则 ， 对唐玄宗的 弊政 多所 匡正 ，

吏能派 的代表李林甫则 声称
“

但有材识 ， 何必辞树立 了
“

开 元 贤相
”

的形象 ； 另
一方 面他坚持 以

学
”

。 他们 以雕虫小道为借 口
， 排斥文学 出 身 的大德望 、 名节培养 士人、 选拔官吏 ， 对变革势利 浮

臣 。 正如张九龄在 《故开府仪同三司 行尚 书左丞相薄的士风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。

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 》 中所言
“

时多吏议 ， 摈＝ ^

落文人
“

庸引雕虫 ， 沮我胜气
，，

。 开元二十九年
二＇ 九龄风度 的心想史思乂

张九龄罢相后 ， 吏能派控制 朝政 。 和 文儒派相 比 ，

张九龄以浩然正气麵正不函儒者品格 ， 对

他们不学无术 ’ 严格遵守律令格式 ’ 法苛刑酷 ， 聚
盛唐士风起到 了激油撕的作用 ，

王夫之在 《读通
敛奢侈 。 《太平御览 》 卷 ２０５ 《职官部 ． 丞相下 》 记 鉴论 》 卷 ２ ２ 称赞他 ：

‘ ‘

唐多才臣 ， 而清贞者不少概

载 ，

“

牛仙客既居相位 ，

……百 司或有所洛决 ， 辄 见
， 贞观虽称多士 ， 未有与焉 。 其后如陆赞 、 杜黄

对 曰 ： 但依令式 即可 ， 若不依文 ， 非所知也 。

”

李 裳 、 裴度 ， 立言立功 ， 赫奕垂 于 没世 ， 而宁静淡
林甫 曾 主持编撰过一 系列 法典 ， 素 谙律令格 式 ，

泊 ， 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 。

”

而开元之世的张九龄
《 旧唐书 》 卷 １ ０６ 《李林甫传 》 称他

“

自 处台衡 ， 动 “

清而 和 ， 远声色 ， 绝货利 ， 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
徇格令

”

， 《资治通鉴 》 卷 ２Ｗ
“

开元二十 四年十一 年之 中 ， 而朝廷乃知有廉耻 ， 天下乃藉以又安 ， 开

月
”

条称 ：

“

谨守格式 ， 百官迁除 ， 各有常度 。

”

他
元之盛 ， 汉 、 宋莫及焉 。 不然 ， 则议论虽涯 ， 法制

们并不注重 以名 节培育 士人 ， 科举取士贿赂公行 ， 虽详 ， 而永徽以后 ， 奢淫贪纵之风 ， 不能革也 。

”

文学贤能之士失去正常的仕进途径 。
《 旧唐书 》 卷张九龄的忠君思想和儒者风范 ， 具有思想史的

１ １ １ 《高适传 》 称
“

右相李林甫擅权 ， 薄于文雅
”

。 意义 。 自魏晋以来 ， 士人不关注儒家思想对个人操

杜甫 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》 对此感慨云
“

执
＾守的践履意义 ， 其价值观念多 由社会转向个体 ， 把

不饿死 ， 儒冠多误身
”

。 《资治通鉴 》 卷 ２ １４
“

开元 家族私利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高 ， 所谓
“

居官无官官
二十 四年十

一

月
”

条记载 ， 张九龄贬官后 ，

“

自是之事 ， 处事无事事之心
”

， 以不
“

事事
”

为高 ， 行

朝廷之士 ， 皆容身保位 ， 无复直言 。

”

不过 ， 张九默默之政 ， 这种风气在唐代依然存在 。 赵翼在 《廿

龄培养的盛唐文儒与吏能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。 受二史札记 》 卷 ２０
“

六 等定罪三 日 除服之论
”

条指

张九龄的影响 ， 天宝之后的文儒阶层不再张皇礼出 ：

“

自六朝 以来 ， 君臣之大义不明 ， 其视贪生利

乐 ， 纷纷 自 觉地砥砺 德行 ， 以 名 节相髙 。 如萧颖己 、 背国亡君 已 为常事 。 有唐虽统一 区宇 已百余

士 、 李华等坚守懦道 ， 穷居著述 ， 和李林甫 、 杨国年 ， 而见闻 习 尚 ， 犹未尽改 。

”

张九龄有强烈的忠

忠集 团继续进行斗争 。君思想 ， 其 《敕处分十道朝集使 》 称
“

在官当先为

据 《新唐书 》 卷 ２０２ 《萧颖士传 》 记载 ：

“

宰国 ， 理人各扬其职 。 不当 冒 荣干进 ， 苟利其身 。

”

相李林甫欲见之 ， 颖士 方丧父 ， 不诣 。 林甫尝至他认为官员应该以 国家利益为重 ， 不能贪图
一 己私

故人舍遨颖 士 ， 颖 士前往 ， 哭 门 内 以待 ， 林甫不利 ， 甚至为了 国家的利益 ， 他还有奋不顾身 、 杀身

得已 ， 前 吊 乃 去 。 怒 其不下 己 ， 调广陵参军事 。

”

为国 的殉道精神 ， 其 《 白羽扇赋并序 》 称
“

苟效用

萧颖士在天宝八载 ， 作 《伐櫻桃树赋 》 以
“

体异之得所 ， 虽杀身而何忘 ！

”

与 以往 的思想界相 比 ，

修直 ， 材非栋干
”

却植于紫极宫前的樱桃树 ， 讽张九龄的忠君思想 ， 显示出思想革新的意义 。

刺无才德而在位的李林甫 。 《 旧唐书 》 卷 １ ９０ 《李如果把张 九龄放在盛 中唐之际 的思想现状 中

华传 》 记载李华迁监察御使 ，

“

宰相杨国忠支婭所来观察 ， 张 九龄儒者风范 的意 义将更加 清晰 。 中

在横猾 ， 华 出 使 ， 劾按不桡 ， 州县肃然 。 为权幸唐士人在反思安禄山之变时 ， 大多以 为 天宝之后

见疾 ， 徙右补阙 。

”

《新唐书 》 卷 １ ２８ 《颜真卿传 》士人贪图私利 、 士风浮薄是造成战乱 的根源 ， 李

１ ２９



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》２０１ ４ 年第 １ 期

华在 《杨骑曹集序 》 中称 ：

“

开元 、 天宝之间 ， 海唐的士人不仅把张九龄 罢相作 为盛 中 唐治乱之分

内 和平 ， 君子得从 容于学 ， 是 以词人材硕者众 。
的标志 ， 而且 ， 他们对张九龄的忠君思想 和儒者

然将相屡非其人 ， 化流于苟进成俗 ， 故体道者寡风范推崇备至 ， 可 谓是一脉相传 。 中 唐儒学 由 盛

矣
。

”

李华认为张九龄罢相之后 ， 李林甫 、 杨 国忠唐的礼乐 之学转为 内 在 的德行践履之学 ， 张 九龄

之流当权是造成士风浇薄 、 战乱不休 的重要原 因 。以名节 自励 ， 可谓开其先河 。

据 《 旧 唐书 》 卷 １ １ ９ 《 杨 绾 传 》 记 载 ， 贾 至称 ：
台湾学者陈弱水先生认 为 ， 杜甫 坚守 忠君思

“

近代趋仕 ， 靡然 向风 ， 致使禄 山
一呼而 四 海震想和儒者品格 ， 相 对于中 古 以来 士 人二 教并重 的

荡 ；
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 。

”

李德裕 《荐处士李源思想格局而言 ， 这 是一个突破 ， 属 于
一 个重 大思

及 》 称 ：

“

自 天宝之后 ， 俗 尚浮华 ， 士罕仗义 ， 人潮变化的 开端 。

？其 实 ， 作 为 开元贤 相 的张 九 龄 ，

怀句免 ， 至有弃城郭委符节 者 ， 其身不 以 为 耻 ，他的忠君思想和直道精 神 同样也突 破 了 三教并 重

１代不以为非 。

”

总之 ， 天宝时期 的士人为个人私的思想格局 ， 也可以看作是儒学复兴的
一 个开端

。

利 而出 仕 ， 因 此只 知道贪图个人的 富贵 ， 置 国 家

的存亡于不顾 。基金项目 ： 国家社科基金
“

《史通 》 文献整理

张九龄的忠君思想和儒者风范不仅影响盛唐及其批评史研究
”

（
１２ＣＺＷ０５４

） 、 教育部人文社科

的文儒 ， 对中唐士人也具有重要 的 影响 。 张九龄青 年 项 目
“

门 第 、 才 学 之 争 与 中 唐 文 学

死后 ， 徐浩 《 唐 尚 书右 丞 相 中 书 令张公神 道碑 》（
０９ＹＪＣ７５ １０ １ １

）

”

、 江苏省教育厅项 目
＂

中 唐价值

高度赞扬张九龄
“

直气鲠 词 ， 有死无二 ； 彰善瘅观念的转型与文 学革新研究
”


（
２０１ １ ＳＪＤ７５０００ １

）
、

恶 ， 见义不 回
”

。 《 旧 唐书 》 卷 １ ５ ９ 《崔 群传 》 记东南大学人文社科创新基金项 目
“

《史通 》 批评史

载 ， 中唐士人崔群说 ：

“

人皆 以天 宝十五年禄 山 自研究
”

（
ＳＫＣＸ １ ００１０

） 阶段性成果 。

范 阳起兵 ， 是理乱之分时 。 臣 以为开元二十 四年

罢 贤相张九龄 ， 专任奸 臣李林甫 ， 理乱 自 此 已 分本文作者 ： 东 南 大 学人文学 院讲师 ， 文 学博士

矣 。

”

中唐士人 吕 温在 《张荆州画像赞序 》 中 称赞责任编辑 ：
赵 俊

道 ：

“

以生人为身 ， 社稷 自 任 ， 抗危言而无所避 ，



秉大节而不 可夺 ， 小必谏 ， 大必诤 。 攀帝植 ， 历

天 阶 ， 犯 雷霆之威 ， 不 霁不 止 ，

举 为 时 害 ，① 陈弱水 ： 《思想史中 的杜甫 》 ， （ 台 湾 ） 《 中 央研究院历 Ｓｔ； 语

动拂上欲 ，
Ｈ 与谗党抗行于交戟之中 。

”

可见 ， 中言研究所集刊 》 第 ６ ９ 本第 】 分 ， 第 ３ 〇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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Ｏｎｏｎ ｅｈ ａｎｄ ，Ｚｈ ａｎｇＪ ｉｕｌ
ｉｎｇａｄｖｏｃａ ｔｅｄｔｈ ｅｓｙ

ｍ ｐ ｔｏｍｏ ｆｅｍｐｅｒｏ ｒｒｅｃｅ ｉｖｅｄ

ｔｈｒｏｕｇｈｔ
ｈｅｃｒｅａ ｔ ｉｎｇ

ｏｆ ｒ ｉ ｔｕａ ｌ ｓａ ｎｄｍｕｓ ｉ ｃｔｏｅｍｂｒｏｉｄｅｒｙｅｍｐ ｅｒｏｒ

＇

ｓｃｏｎ ｔｒ ｉ ｂｕ ｔ ｉｏｎ ，ｗｈ ｉ ｃｈｐ ｌａｙ ｅｄＨａｎ

Ｄｙｎａ ｓｔｙ

’

ｓＣｏ ｎｆｕｃ ｉ ａｎ ｉ ｓｍｅ ｓｓｅｎ 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ｅｗ ｈｉ ｓ ｔｏｒ ｉｃａ ｌ
ｐ ｅｒ ｉｏｄ

；ｏ ｎ ｔｈｅｏ ｔｈ ｅｒｈａｎｄ ，ｈｅｐ ｕｒｓｕ ｅｄＣｏｎ ｆｕ
－

ｃｉ ａｎｖ ｉｒ ｔ ｕｅｅ ｔｈ ｉｃｓｃｏｎｓｃ ｉｏｕｓ ｌｙ ．
Ｉ ｔｎｏｔｏｎｌｙ

ｏｐｅｎｅ
ｄ ｔｈｅｎｅｗ

ｐｒｏｐｏ ｓ ｉ ｔ ｉｏｎｏ ｆＣｏｎ ｆｕ ｃ ｉａｎ ｉ ｓｍ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，

ｂｕ ｔａｌｓｏ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ａ ｆａｒ
－

ｒｅ ａｃｈ ｉｎｇ
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 ｈｅｓｃｈｏ ｌ ａｒ ｓｏｆＴａｎｇＤｙｎａ ｓｔｙｂｙｅｓ ｔ ａｂ ｌ

ｉ ｓｈ ｉ ｎｇａｇ ｌｏｒ ｉｏｕｓ

ｐｅｒｓｏｎａ ｌ
ｉ ｔｙ
ｍｏｄｅ ｌ

．

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：
ｖ ｉｒｔｕｅ

；
Ｃｏｎｆｕｃ ｉａｎｉ ｓｍ

；ｒ ｉ ｔｕａ ｌｓａｎｄ ｍｕｓ ｉｃ

１ ３０


